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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型中国梨木虱在梨树不同部位的产卵特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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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!

昆虫母代产卵部位的选择特点直接影响到子代的生存适应性!但已有研究对冬型中国梨木虱产卵部位选择

特点尚未明确"本研究调查了冬型中国梨木虱随时间变化在梨树花芽#叶芽#枝条基部#花柄#幼叶上产卵特点的变

化"结果表明!冬型梨木虱产卵期约
0&B

!以枝条基部刻痕处着卵量最大!显著高于其他部位"冬型梨木虱产卵部

位的选择随梨树的物候变化而变化$萌芽前!优先选择枝条顶芽!其次在腋芽和枝条基部刻痕处产卵%花期和展叶

期!花芽#叶芽#枝条基部刻痕处着卵量下降!主要于花柄和幼叶部位产卵%冬型梨木虱产卵部位的选择顺序依次为

花芽#叶芽#枝条基部#花柄#幼叶"本研究明确了冬型梨木虱在梨树不同部位产卵的变化特点!研究结果可用于指

导梨木虱防控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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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虫与植物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是昆虫生

态学的研究热点%尤以植食性昆虫与寄主植物的互

作关系及影响研究最多(

#

)

*研究指出%植食性昆虫

在产卵过程中不仅对寄主植物有明显的选择趋性%

而且对寄主不同发育阶段和部位也会表现出不同的

趋性(

!1

)

%如昆虫只对寄主特定组织或器官表现出明

显的选择趋性(

0&

)

%昆虫母代这种产卵选择策略直接

影响到其后代取食以及对资源的利用情况%进而影

响到其后代的存活情况(

+%

)

*此外%自然条件下绝大

多数植食性昆虫依赖的植物在生长过程中%其营养

分配会随时间发生明显变化%昆虫为适应植物这种

变化和后代生存的需要%则需在产卵部位的选择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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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相应转变*在农业生产中%了解害虫的产卵选

择特点%可为防控农业害虫和制定相应对策提供重

要参考%也有助于实施精准防治和调控*

中国梨木虱
!+

,

""#)-*$($+*+

简称梨木虱%属半

翅目木虱科%在我国梨树产区均有分布%是梨树生产

中的重要害虫(

$

)

*梨木虱刺吸为害梨树叶+花+果

实%降低树势%重者造成叶片卷曲+枯死+早落*除直

接为害外%梨木虱在取食过程中还分泌蜜露污染叶

片和果面%降低了果品品质和商品性%给梨树生产带

来明显影响(

I

)

*研究指出%梨木虱随季节变化%会产

生明显的两型%冬型和夏型(

#"##

)

*冬型梨木虱主要

发生于梨树休眠期+萌芽期+花期+展叶期#夏型主要

发生于梨树生长期*田间调查表明%夏型梨木虱主

要于梨树叶片的叶脉+叶缘+叶柄部位产卵(

#!

)

%而冬

型梨木虱产卵过程经历萌芽期+花期+展叶期三个不

同物候期%在此过程中%梨树营养分配%植株生长均

发生明显变化%冬型梨木虱产卵位置的选择是否因

此而变化有待进一步明确*此外%在防治梨木虱过

程中%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夏型梨木虱的控制上%而对

冬型梨木虱普遍忽视或是防治时期不当%未能有效

降低梨木虱虫口基数%增加了防治难度*因此%如能

明确冬型梨木虱在梨树不同部位的产卵选择变化情

况%则可为精准防治和综合治理梨木虱提供理论

参考*

$

!

材料与方法

$%$

!

试验材料

本试验于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山西省农业科学

院果树研究所进行*试验调查树种&玉露香梨'为山

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培育品种%调查园区面积

约为
!"""5

!

%株行距
15J05

%树龄
"

!"

年%树形

自由纺锤形%树势中等偏旺%调查期间未做任何处理*

$%&

!

试验方法

$@&@$

!

同一枝条不同芽位产卵情况调查

!"#$

年
!

月
2&

月%在梨园调查冬型中国梨木

虱的产卵情况*在冬型梨木虱产卵初期%采用五点

取样法取样%每点取
!

"

1

株梨树%在梨树的
0

个方

位%分上下%随机采集梨树枝条
$

根%总共采集
#""

余根%于体式显微镜下检查不同芽位的着卵情况*

$@&@&

!

梨树不同部位产卵情况调查

采样方法同
#@!@#

%从初发现冬型梨木虱产卵

到冬型梨木虱消退%间隔
&

"

%B

采集
#

次%共采集

#"

次%所采梨树枝条连带基部*于室内检查所采集

枝条不同部位上的着卵量和卵发育程度%依据不同

发育程度的卵所占比例推知产卵的时间并归类*卵

的发育程度分
1

级!前期+中期和后期"%前期为淡黄

色%颜色偏白#中期卵为白色和黄色相接#后期为暗

黄色*

$@&@'

!

冬型梨木虱产卵动态调查

对
#@!@!

每次采集的梨树枝条%检查每个产卵

点卵的数量%因梨木虱卵在田间孵化需
#"B

左右%

采集间隔为
&

"

%B

%每个产卵点会含有不同时期所

产的卵%为能准确调查梨木虱的产卵动态变化过程%

每次只统计处于发育前期的卵数量*

$%'

!

数据分析

调查数据使用
K7AL:M:N>39AO8!"#+

和
)P))

#+@"

进行整理和统计%梨树不同部位的着卵量采用

单因素方差分析!

Q;O4F6

R

CSQTC

"进行比较%用

.=;A6;

氏新复极差法对梨树不同部位着卵量进行

差异显著性比较*

&

!

结果与分析

&%$

!

冬型梨木虱在梨树同一枝条不同芽位的产卵

特点

!!

冬型梨木虱开始产卵时优先选择在枝条顶芽

部位产卵%其次为腋芽部位%以此类推*顶芽每芽

鳞刻痕处平均
1

"

0

粒卵%显著高于其他芽位的着

卵量!

.U#!@01

%

/

0

U!

%

0!

%

!

#

"@"&

"%在第
!

芽位

刻痕处平均产卵
#

粒左右%在第
1

芽位几乎无产卵

!图
#

"*

图
$

!

冬型梨木虱在梨树枝条不同芽位的产卵分布情况

()

*

%$

!

"+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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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%&

!

冬型梨木虱随时间变化在梨树不同部位的产

卵特点

!!

冬型梨木虱初始选择在花芽刻痕部位进行产

,

!"!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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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第
0

期 赵龙龙等$冬型中国梨木虱在梨树不同部位的产卵特点

卵%当花芽部位产卵饱和后%主要选择叶芽和枝条基

部进行产卵*

!"#$

年田间调查发现%

1

月
#!

日冬

型梨木虱在梨树不同部位的产卵量为花芽
$

叶芽

$

枝条基部*随时间推移%

1

月
!"

+

!&

日在花芽+

叶芽+枝条基部的产卵量均有所增加%但以枝条基部

的卵量增加最为明显*

0

月份后%梨木虱开始于梨

花花柄部位产卵%花芽和叶芽部位着卵量增加明显%

但在
0

月
%

日调查中%花芽+叶芽部位的着卵量均下

降%花柄部位着卵量上升%幼叶初见产卵*

0

月
#0

至
!"

日冬型梨木虱主要于幼叶上进行产卵%其他部

位几乎无产卵!图
!

"*

图
&

!

冬型梨木虱随时间变化在梨树不同部位的产卵特点

()

*

%&

!

"+)

,

-.)/)-0123431/54)./)1.-67)0/548/

9,

5

,

534

,

.

9

::3-0

;)665450/.)/5.-6

,

534/4553/;)665450//)>5

&%'

!

冬型梨木虱在梨树不同部位产卵的分布情况

冬型梨木虱主要于梨树叶芽+花芽+枝条基部+

花柄+幼叶部位进行产卵%以枝条基部着卵量最大且

显著高于其他部位!

.U#1@11

%

/

0

U0

%

#&%

%

!

#

"@"&

"%其次为花芽+叶芽+幼叶+花柄*在卵量分布

特点上%以枝条基部变异最大%平均卵量
!"

粒左右%

多数为
#!

"

!I

粒%最高达
+"

粒#花芽部位着卵量平

均
#"

粒左右%叶芽部位平均
$

粒左右%幼叶部位平均

%

粒左右%花柄部位平均
&

粒左右%这
0

处的着卵量相

对集中%变幅较小!图
1

"*

图
'

!

冬型梨木虱在梨树不同部位产卵量

()

*

%'

!

?=><54-65

**

.:3);<

9

7)0/548/

9,

5

,

534

,

.

9

::3-0

;)665450/.)/5.-6

,

534/455

&%@

!

冬型梨木虱产卵的动态变化

对冬型梨木虱产卵动态变化的调查结果表明%

从初见冬型梨木虱产卵至产卵末期历时近
0&B

%冬

型梨木虱初产卵发生于
1

月上旬%

1

月中下旬达到

产卵峰期%随后下降%

0

月中下旬%冬型梨木虱开始

消退%产卵停止!图
0

"*

图
@

!

冬型梨木虱产卵的动态变化

()

*

%@

!

"+)

,

-.)/)-0;

9

03>)1-67)0/548/

9,

5

,

534

,

.

9

::3

'

!

讨论

植食性昆虫对产卵部位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

响%通常寄主植物的发育阶段是影响昆虫产卵的重

要因素之一%表现为昆虫对寄主植物的某一发育器

官表现出明显的趋性(

0&

)

*基于此%本研究在冬型梨

木虱的繁殖期%调查了自然状态下冬型梨木虱于梨

树不同部位上的产卵情况%发现冬型梨木虱产卵历

时近
0&B

%其在梨树上的产卵部位随时间推移有明

显的变化*在寄主植物梨树经历萌芽期+花期和展

叶期的过程中%与之相应的是冬型梨木虱产卵部位

也呈明显变化%其选择次序为花芽+叶芽+枝条基部+

花柄+幼叶%与梨树的物候期变化相对应*与夏型梨

木虱不同的是冬型梨木虱在梨树上的产卵位点主要

位于芽!花芽+叶芽"+枝条基部刻痕处+花柄+幼叶部

位(

#!

)

%以枝条基部和短果枝刻痕处的着卵数量最多%

刻痕的多少决定了着卵的数量*

梨树萌芽前%在同一枝条上%冬型梨木虱产卵位

置的选择以是否有利于初孵若虫的取食%故顶芽部

位的卵最先孵化%与花期和展叶期在时间上同步%其

他芽位略晚萌发%和相应位置卵的孵化期基本一致*

冬型梨木虱产于枝条基部刻痕处的卵发育相对晚于

芽位的卵%若虫孵化后需爬到枝条上的花芽和叶芽

部分进行取食%增加了子代遭受天敌和其他不利因

子影响的风险%这种产卵选择不利于后代存活%属被

动选择结果*但对于短果枝%子代到取食位点的路

径相对较短%风险则降低*梨树进入花期+展叶期

,

1"!

,



!"#I

后%叶芽+花芽+枝条基部刻痕部位的卵大部分已孵

化%虽空有产卵位置%但冬型梨木虱却主要选择花柄

和幼叶部位产卵%这种对产卵位置的选择保证了初

孵若虫有充足的食物资源%也降低了其搜寻食物的

风险%提高了后代的存活率%说明花柄和幼叶对冬型

梨木虱产卵有明显的吸引作用*

综上%冬型梨木虱在梨树不同物候期在产卵位

置的选择上会表现出不同的选择特点%在萌芽期有

可能依据萌芽释放的气味进行选择%在花期和展叶

期可能利用视觉信息定位产卵部位%这些均有待进

一步研究*从梨木虱年发生规律看出%冬型梨木虱

对产卵位置的选择以及其后代的存活率直接影响到

夏型梨木虱的虫口基数%进而决定了夏型梨木虱的

为害程度和对其防治的难度*通过本试验的研究结

果%可根据冬型梨木虱对梨树不同部位的产卵偏好%

研究相关引诱措施诱捕梨木虱或通过减少冬型梨木

虱的产卵位点%如剪去短果枝等减少着卵量*另可

采取相应措施延迟梨树的萌芽+花期和展叶期%降低

冬型梨木虱于花+叶上的着卵量%以减少虫口基数*

冬型梨木虱产卵动态结果表明%梨树开花前期冬型

梨木虱产卵达到峰值%也是活动最频繁的时间%此时

采取相应防治措施可兼防成虫和卵*梨树花后一周

内%冬型梨木虱进入消退期%若虫开始大量发生%应

消灭若虫以降低夏型梨木虱的虫口基数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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